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昨
日在出席立法會宴請後，回應了在場記者的提問。
以下為張曉明回應記者提問的答問全文：
張曉明：各位記者朋友，大家中午好。剛才我們這頓

午餐吃得不錯，聊得也很好，氣氛很輕鬆，我和我的同
事和每一桌的立法會議員做了很好的溝通，也細心地聽
取了他們的意見，也表達了我們對一些問題的看法。我
希望並相信，今天的飯局僅僅是一個開始，今後我們還
會通過多種方式和立法會議員進行比較深入的溝通。謝
謝大家。

記者：你的比喻是否代表普選一定會有篩選﹖
張曉明：我剛才談到普選問題的時候，強調的一點是

普選一定要依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
辦事，通往普選的道路，它的起點，它的框架，以及它
的軌道，都應該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
定，不應該去尋求其他的甚麼途徑。

記者：如何看特區政府在政改中的工作﹖
張曉明：我認為，特區政府在處理政改問題方面有非

常豐富的經驗，甚麼時候起動政改的諮詢，以及按照甚
麼樣的程序，一步一步往前推進政改的工作，我想大家
不用太過擔心。

「怎麼花言巧語，怎麼包裝粉飾，
違法就是違法」

記者：如何看「佔領中環」﹖
張曉明：我是堅決反對「佔領中環」的行動，無論

「佔領中環」的發起者怎麼花言巧語，怎麼包裝粉飾，
違法就是違法，這個性質是改變不了的。而且大家都知
道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如果可以容許一些人為了政治
訴求，而不惜挑戰香港法律底線的話，這是一個禍，可
以說是後患無窮。我相信大家也都注意到這些天，或者
說這段時間以來，香港社會各界有很多人士都紛紛出來
譴責「佔領中環」的行動，這是一個很好的說明。我特
別擔心，「佔中」這樣的事情會害了年輕人。

記者：會否與立法會議員定期見面﹖
張曉明：現在還達不到談定期見面這麼一個階段，但

是將來我們肯定會多一些和香港社會各界人士進行交
流。

記者：反對派是你口中的「稗籽」嗎﹖
張曉明：這是你的理解。
記者：有人談到對梁振英的看法嗎﹖
張曉明：剛才沒有任何人跟我談到對梁振英先生的意

見。

「我不像梁議員那樣喜歡在你們的攝像
機鏡頭面前唇槍舌劍」

記者：有議員邀請你談政改嗎﹖是哪一位﹖
張曉明：我注意到有個別議員邀請我參加關於政改問

題的公開辯論。梁家傑議員曾經提出過這樣的建議，但
是我想說，我不像梁議員那樣喜歡在你們的攝像機鏡頭
面前唇槍舌劍，我更願意和議員朋友們，以及社會各界
人士小範圍地進行一些交流，我覺得這樣的效果會更好
一些。

（記者根據錄音整理，標題與小題為編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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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立法會主席曾鈺成邀請，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主任張曉

明昨日出席了香港立法會午宴。這是香港特區成立16年來，

中聯辦負責人和立法會各派別議員的第一次聚會。這次聚會

氣氛順暢、輕鬆愉快，不乏幽默風趣。張曉明主任在立法會

午宴上的致詞講情理、講道理、講法理，既堅持原則而又包

容隨和，充分表達了中聯辦希望在香港各界多交朋友，廣交

朋友，深交朋友，交知心朋友的真誠願望。

作為中聯辦負責人和立法會各派別議員的第一次聚會，包

括了建制派和反對派議員。這再次說明，任何人只要有誠意

與中聯辦溝通，中聯辦都歡迎，中聯辦溝通的大門一直是打

開的。中聯辦願意與香港各界人士包括反對派議員真誠溝

通，有誠意與反對派議員交朋友，體現了「一國兩制」的包

容性。張主任還提到中聯辦願意為立法會組團到內地參觀、

考察、訪問、研習提供協助。這特別有利於較少到內地的反

對派議員了解國情，了解國家的政治體制和法律制度，了解

中央政府的設置和運作，了解內地的經濟社會發展情況和人

民的現實生活情況，從而對國家和中央政府，對內地的現實

情況作出客觀中肯的評價。

關於普選問題，張主任一方面表達了中央政府支持香港實

現普選的堅定立場和巨大誠意，同時也強調，香港邁向普選

目標的起點和跑道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

須確保國家主權、安全和中央政府依法享有的權力得到保

障。他強調，我們想要早點實現普選的目標，就要在《基本

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軌道上往前走，而不要走

彎路。

張主任特別談到，設計一套符合香港實際情況、具有香港

特色的普選制度，需要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包括在座的每一

位議員，發揮聰明才智，集思廣益，進行再創造。實際上，

2012年政改方案之所以峰回路轉、柳暗花明，就是香港社會

各界人士包括建制派和反對派議員集思廣益的結果。設計一

套為各方接受、符合香港實際的普選制度，難度更大，特別

是掌握關鍵少數票的反對派議員，應發揮聰明才智和創造

性，理性務實討論政改方案，為順利實現普選而共同努力。

張主任在致詞最後提出16字與立法會議員共勉：相互尊

重、求同存異、理性溝通、良性互動。這16字箴言，包括了

正確處理「一國」與「兩制」關係，堅持「一國」原則和尊

重「兩制」差異的豐富涵義。張主任與包括反對派議員在內

的全體立法會議員求同存異、真誠溝通，正是16字箴言的生

動體現。

張曉明主任於午宴後見傳媒答問時，斬釘截鐵地表示堅決

反對「佔領中環」的行動。他說，無論「佔領中環」的發起

者怎麼花言巧語，怎麼包裝粉飾，違法就是違法，這個性質

是改變不了的。這表明了中央政府堅決反對「佔領中環」，

維護香港法治的決心和立場。 (相關新聞刊A1-A4版)

日本周日參議院大選前夕，首相安倍晉三在電視節目上表明欲修改憲法第

9條，還強調把自衛隊定位為軍隊的必要性。這是安倍首次正式表態希望修

改憲法第9條。日本憲法被稱為「和平憲法」，第9條是維護「和平憲法」的

根本所在。安倍圖謀修改憲法第9條，是要顛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成

果，推翻二戰後的國際秩序。亞洲以至世界愛好和平的國家，必須高度警惕

日本修憲的言行，慎防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又再成為全人類的禍害。

「和平憲法」是日本二戰無條件投降的產物，是按盟軍要求廢除原有憲

法，在美國主導下制定新的日本憲法，意在根除日本軍國主義。當中第9條

列明，日本永遠放棄發動戰爭的權利，不保有海陸空軍或其他戰爭力量，

以及不承認宣戰權。可以說，日本戰後走上限制軍事化和堅持和平發展的

道路，正是基於「和平憲法」第9條的確立與存在。然而，這部備受亞洲及

世界廣泛讚譽、得到日本國民認可、對日本經濟崛起功不可沒的「和平憲

法」，一直被追求「正常國家」化的日本保守勢力視為最大障礙，總是對修

憲死心不息。

安倍作為保守勢力的代表人物，是主張修憲的「頑固派」。倘若在安倍

等保守勢力執意推動下「修憲」得逞，日本設置國防軍，允許在國外使

用武力，廢除憲法中對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制約，意味㠥「和平憲法」不

復存在，日本現行憲法的和平主義精神蕩然無存。日本軍國主義曾經對

亞洲及世界人民帶來深重災難，造成的創傷至今未曾完全癒合。安倍關

於修改憲法第9條的言論，世界人民必須高度警惕，國際社會應向其發出

強烈的質疑，美國作為日本的盟友更有責任作出明確表態，不能讓日本

重走軍國主義的舊路。日本須本㠥對歷史負責的態度，尊重維護和平憲

法，以實際行動取信於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避免陷入被外界孤立和蔑

視的尷尬局面。 (相關新聞刊A5版)

聚會愉快輕鬆 交流開放包容 高度警惕安倍修憲言論

相互尊重 求同存異 理性溝通 良性互動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香港立法會午宴上講話全文

張曉明於午宴後會見傳媒答問全文
「佔中」後患無窮 禍害年輕人

尊敬的曾鈺成主席、各位議員：

首先要感謝曾鈺成主席的邀請，使我和我的同事們有
這樣一個機會在立法會新大樓與各位議員一起聚餐，並
感謝立法會秘書處陳維安秘書長和各位工作人員為此所
做的精心安排。
這幾天，好多香港朋友包括記者朋友都給我打電話

或發資訊，對我出席今天的午宴表示關心，也有好心
的朋友替我擔心。我想大家都看過《史記》和《三國
演義》吧。我對那些擔心的朋友說，這頓飯局不是
「鴻門宴」，沒有那麼可怕。剛才大家都看到了，也就
是遞遞信件、展示一下道具而已。我今天也不是「單
刀赴會」，我們一共來了9位同事，包括王志民副主
任，大家都是心平氣和。我也沒有「舌戰群儒」的口
才，無意在宴席上搞大辯論，何況在座的有一個算一
個，都經過選舉的洗禮，個個伶牙俐齒，能言善辯。
我想，雖然今天的午宴是中聯辦負責人和立法會各派
別議員的第一次聚會，用曾鈺成主席的話來說，是由
於以前「無諗起」，但畢竟是一個午餐、一頓飯，就
是「食餐飯、傾㜮偈」，沒有必要被賦予過多的政治
內涵和象徵意義，更沒有必要讓我們大家一頓飯吃得
太沉重。我也可以在這裡告訴大家，北京方面沒有哪
位領導主動來詢問這頓飯的情況，也許在他們看來，
這件事本來就很正常。
今天這個午宴不超過2小時，我們不可能就任何重大

問題進行深入討論。我想借這個機會表達三點願望：

「廣泛聯繫香港社會各界人士是我們
中聯辦的職責所在」

第一，我們願意與香港各界人士包括在座的各位立法
會議員真誠溝通。廣泛聯繫香港社會各界人士是我們中
聯辦的職責所在。我在到任之初就講過，希望在香港各

界多交朋友，廣交朋友，深交朋友，交知心朋友。任何
人只要有誠意與我們溝通，我們都歡迎。我們在立法會
已經有許多好朋友，但還不夠多，我們還希望多一些新
朋友。

「我們願意為立法會組團到內地參觀、
考察、訪問、研習提供協助」

第二，我們願意為立法會組團到內地參觀、考察、訪
問、研習提供協助。促進香港與內地在各領域的交流合
作，也是我們中聯辦的一項重要職責。立法會以前就曾經
在特區政府和我辦的協助下組團到內地一些省、市參觀考
察。我們願意繼續協助安排這樣的活動。如果立法會願意
安排議員到內地的院校參加一些課程的研習，以便使大家
能夠更多地了解國情，了解國家的政治體制和法律制度，
了解中央政府的設置和運作，了解內地的經濟社會發展情
況和人民的現實生活情況，我們也樂意說明作出安排。希
望不要因此說我們想借機進行所謂的「洗腦」。

「中央政府支持香港實現普選的立場和
誠意是不容懷疑的」

第三，我們願意與香港各界人士一道為順利實現普選
而竭誠努力。我也想過，今天這個飯局上能不能避而不
談「普選」問題，大家說我是談還是不談好呢？同意的
請舉手（眾議員舉手）；不同意的請舉手（幾位議員舉
手）。看來還是主張講的多。我不說，待會兒飯桌上也
會有人說。所以，還是簡單說幾句為好。我主要想說明
一點，中央政府支持香港實現普選的立場和誠意是不容
懷疑的。否則，就不會把在中英聯合聲明中根本沒有提
及的「普選」概念寫入基本法，作出莊重的法律承諾，
更不會在全國人大常委會2007年底的有關決定中明確普
選時間表。

「先把2017年行政長官可以實行普選這
句話中的『可以』兩個字變成現實」

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規定，2017年香港特別行政區
第五任行政長官的選舉可以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行政
長官普選後立法會全體議員可以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
大家知道，原來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和第六十八條用的措辭
是「最終」達至普選，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規定在「50
年不變」的中期還不到的時候就可以實行雙普選，這還不
足以說明中央政府對普選的取態積極嗎？現在擺在我們面
前的共同任務，是怎麼共同努力，先把2017年行政長官可
以實行普選這句話中的「可以」兩個字變成現實。

「必須在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
決定的軌道上往前走，而不是走彎路」

我們邁向普選目標的起點和跑道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
常委會的有關決定。我們要想盡快到達終點，必須在基
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軌道上往前走，而不
是走彎路。為此，我們應該先弄清楚基本法和全國人大
常委會有關決定對行政長官普選是怎麼規定的？哪些問
題已經解決，哪些問題還沒有解決？然後集中精力研究
那些還沒有明確、沒有解決的問題，提出解決方案，設
計好具體的辦法。這才是正途。

「落實基本法關於普選的規定，設計一
套符合香港實際情況、具有香港特色的

普選制度」

基本法有關規定中還有一條重要原則是我們不應忽視
的，就是要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制訂香港的普選制度。什
麼是香港的實際情況？我們可以列出很多。其中很重要的
一條，就是香港它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

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所以，有關普選制度
的設計必須與香港的法律地位和實際情況相適應，必須遵
循「一國兩制」的原則，必須處理好香港特別行政區和中
央政府的關係，確保國家主權、安全和中央政府依法享有
的權力得到保障。這些要求並不過分。鄧小平先生曾經讚
譽基本法是「一個具有創造性的傑作」，落實基本法關於
普選的規定，設計一套符合香港實際情況、具有香港特色
的普選制度，同樣需要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包括在座的每
一位議員，發揮聰明才智，集思廣益，進行再創造。
我注意到近幾天有些媒體在猜測，我今天來這裡會不

會帶些「福袋」啊？坦誠地說，我除了帶來善意和誠意
外，沒有甚麼「福袋」可送。不像有的議員，剛才送我
一個「篩子」，廣東話叫「筲箕」。順便說一句：「篩子」
何罪之有啊？我們祖先發明出「篩子」，那是一種智
慧，不然，怎麼能從一大堆稻穀中挑選出優良品種，淘
汰掉稗籽呢？所以，不能簡單否定篩子的功能。最後，
我想在這裡送大家十六個字，也算是共勉，就是：相互
尊重、求同存異、理性溝通、良性互動。謝謝大家！

資料來源：中聯辦網站（根據錄音整理）

（標題與小題為編輯所加）

■張曉明在宴會上談笑風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中聯辦主要職能
1.  聯繫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和中國人

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

2.  聯繫並協助內地有關部門管理在香港的中資機構。

3.  促進香港與內地之間的經濟、教育、科學、文化、
體育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聯繫香港社會各界人
士，增進內地與香港之間的交往。反映香港居民對
內地的意見。

4.  處理有關涉台事務。

5.  承辦中央人民政府交辦的其他事項。

—「張曉明與立法會議員聚會」系列社評之一


